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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人文

忆登昆嵛山
刘存良

还没进山
就领略了山的灵秀
两边的石头
有骆驼 有马 有大象
还有小鸟在啁啾

泉水咕咚 叮咚
那是山的吟哦之声
告诉行人 告诉天空
他那多彩多姿的人生

清澈的水
清澈的风
清澈的花鸟乱了眼睛

鸟儿在翻飞
在林间歌唱
她唱出自由和快乐
大山听了神清气爽

那雷鸣般的瀑布
是大山发出的声响
那两三丈宽的白纱
就是他宽大的胸膛
一去二三里的甘泉水
是他的激情在流淌

鞠一捧水
甘甜沁入心脾
倒掉花钱买来的饮品
这 才是真正的矿泉水

嘬着水 一路迤逦向前
看人文 观自然
林木肃肃
泉水潺潺

一条曲曲环环的小路
它是大山的肋骨
我们一边数着一边迈步

野花 老树
小桥 石路
慢慢走 一步一个脚印
一直走到大山深处

肺在颤 脚在抖
这样的路好像没有尽头
人生就是这样跋涉吧
意志决定我们能走多久

这地方有眼泉有歇步亭
你可以走也可以停
回首望望来时的路
不甘心就这样停住脚步
上面有蓝天 白云 还有苍松
前进的路两旁才有风景

终于看见了山顶
手儿抚摸着青松
耳旁吹着徐徐的风
虽然有雾 一切都看不清
但我心从容沉静
一切都在脚下
光明就在头顶

家乡村中心有眼老井，据说是
祖辈建村时挖砌的，已有上千年的
历史。

老井的水特凉，喝起来甘甜、清
爽、味纯。特别是炎热的夏天，喝一
口凉到脚后跟，周身痛快。不需做广
告，全村人都来喝。

俗话说一方土养一方人，每个地
方都有自己骄傲的地方。就说老井吧，
它给予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甘泉，还
能为人们治旱灭灾。每当干旱袭来，庄
稼枯萎时，村里人更会掏井求雨。说来
也怪，每次掏井之后都有一场大雨降
落。村人自豪地说，这井有灵气，要不
一百多户的小山村，竟出了十几位县
团级以上的干部，大的省部级，他们都
是喝着这井水长大的！

村里人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
掏井，不需下通知，人人都会参入，且
全是义务劳动。如果谁家有事，应提
前打招呼。否则，吃水时心里会内疚，
或在村人面前没面子。掏井时，几个
强壮劳力站在井沿上，用水桶不停地
往上提水，其他人干些辅助活儿。这
拨人干累了再换下一拨，不停地轮
换，直到把井水提干，这是第一步。紧
接着就是清理井底沙土和杂物。比如
掉进井里的水桶、绳子、钢笔等。此时
不可怠慢，应争分夺秒。否则泉水溢
出来井底无法清理。后来村里有了抽
水机，此后掏井就便利多了，开开机
器抽上半个点儿，井底就朝了天，比
起人工提水省事多了。

井里有条大拇指粗、一米长的鳝
鱼，全身米黄色，脊背布有黑点。不知
是自然生长还是他人放养，每次掏井
都能把它打捞上来，放在事先备好的
大盆里，掏完之后再送回井里，谁都
不许伤害它。因为鳝鱼在井里益处多
多。一是能疏通泉水眼，不管天气如
何干旱，井水始终不见下降。二是它
在水中吸吃杂物，井水干净。三是有
鳝鱼的井，长年不用，井水不臭。

为了搞好饮水卫生，避免脏物
刮入井中，或保证孩子们的人身安
全，上世纪70年代村里出资在井周边
砌了一道围墙，地面用水泥抹成，只
留有一个进出口，使老井既卫生又
安全。80年代初，农村兴起了手压机
井，几年的时光，家家户户都实现了
用水不出院。后来村里引用老井的
水脉，统一安上了自来水，足不出
门，就能享用到甘甜的泉水。这些年
老井似乎派不上了用场，但人们没
有毁坏它，至今仍像古迹一样保护
着，它是古老山村的历史。

烟台属于典型的沿海
丘陵地貌，具有很独特的三
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布
局；现在的城市规模扩大
了，但失去的也许是青山绿
水，毓璜顶山岭的变迁其实
就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烟台
市区扩展的开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的时候，现在的毓璜顶一代
一直到南山公园是无路可
通的，当时山坡两侧那是郁
郁葱葱、生机盎然，槐树绿
荫之中零星点坠着几处民
宅；春天来临的时节，鸟语
花香，片片黄花、迎春花，姹
紫嫣红，蔚为壮观，野趣妙
然；所谓古诗所言：停车坐
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就这意境有几分相似。

当时的人们要想穿过
这座小山只有徒步而行，一
条山路沿山坡蜿蜒曲折，高
高低低地从山下延伸到山
端，再从林荫中肠回迂转地
走下来。站在小山高处，阵
阵凉风扑面而来，感觉就是
两个字：清新！向北望去，芝
罘湾码头历历在目。条条帆
船待命港中，远处的老爷
山、崆峒山隐隐约约，显示
着北方小渔港的独特风貌！

时代总是要发生变迁，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快
这种宁静安详就被政治、经
济等因素给改变了。起初的
变化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一
时间山上架起了高音喇叭，
革命红歌嘹亮亢奋！几乎一
夜之间，山上修起了大寨式
的梯田，山顶修起了蓄水
池，绿林成了耕地；这个时
期景色不同，更重要的是人
们的思想境界变化更是根
深蒂固了。

以后的几年，山上的小
路被不断加宽修整加固，大
雨的季节也看不到泥石流
的影响了，这给途经这里往
来通伸-大海阳-西南村-上
夼一带的人们提供了很大
便利；以后自行车开始大量
普及，山路被不断修改，那
时候的人们已经可以推着
车子过山了，虽然坡度比较
陡峭一些。

之后，位于毓璜顶南部
的市政府(地委)驻地进行了
大规模的扩建，以后又建起
了政府招待所 (毓璜顶宾
馆)，开山辟路已经十分必要
了；据说由于防空工事的原
因开山深度受到了影响，虽
然历经几次改建，但毓璜顶
的坡度始终还是没有天堑
变通途；但是不管怎样，毓

璜顶山岗的不断变迁其实
就是烟台市区向南拓展的
序曲。

七十年代初，市府礼堂
建成使用，那天晚上，在政
府工作的老邻居送来几张
演出票，表演的是越南歌舞
团的专场，演出很精彩。越
南妇女的山歌劲舞给烟台
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
其是那些头发上别着一把
象牙梳的长发姑娘真是楚
楚动人，令很多老烟台至今
记忆犹新！

1980年冬天中央电视台
转播了审判四人帮的现场，
法官一口浓重的招远乡音！
大家看这次审判的地点就
是翻过毓璜顶山坡来到市
政府对面的原经委办公楼
一楼观看的，当时可谓人满
为患了。

现在的毓璜顶小山包
几乎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
是人来人往的烟台二中的
学生和往来毓璜顶医院南
北的市民；留下一点记忆的
只有那一点还不太平坦的
小坡了，也许这就是历史留
下的遗存吧。

正是：阵阵寒风四十载，
峥嵘岁月头不回；山色已改
旧容貌，海天依旧迎朝晖。

毓毓璜璜顶顶山山峦峦变变迁迁
李树超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某
年7月的一个周日，同院邻
居郭军约我去洗海澡。

一路上俺俩盯着炎炎
烈日猛蹬快骑来到海边。换
了衣服扑通一声跳进大海，
又是蝶泳又是蛙泳。突然，

“啊呀，这里有飞蛤”的惊呼
声传来，循声望去，只见一
位细高挑男子一手抹着脸
上的海水，另一只手擎着两
个飞蛤。周围几个小伙围上
来急问：“在哪摸的？”“就在
我脚下。”高个男子说。

小伙子们听后，立即扎
猛子摸起来，随后又露出脑
袋，手握着蛤兴奋地叫着：

“这里的飞蛤真厚，一伸手
就一大把。”看到这个情景，
我和郭军也扎猛子摸起来。

海水浴场出了飞蛤，一
传十十传百，飞快地传遍了
海边的家家户户，赶蛤的热
潮迅疾兴起。从此，每天退
潮，人们就像赶庙会一样到
海水浴场赶飞蛤。起初还用
手摸，后来干脆用捞饺子的
笊篱捞，后来有人又带着铁

锨和筛子，靠这种方法赶一
次海能挖20斤飞蛤。

真是越赶越会赶，越赶
越有经验。后来不知是哪位
行家里手仿照搂草的耙子，
用细铁棍、铁丝网，经过焊接
制成铁耙，并安装了一根长
木杆。这算是当年最先进且
得心应手的赶飞蛤工具了。

使用铁耙拉飞蛤，就是
把铁耙放海里，双手握紧木
把，仰脸朝上，两脚一蹬倒着
走。倒行三四十米，再提起铁
耙在海里晃动，泥沙漏掉，耙
里剩下的全是飞蛤。拉一耙
少则二三斤，多则四五斤。
外地人看到这么多烟台人
在大海里仰头倒着走，不无
疑惑地问：“这么多人怎么
在海里退着走？”这正是当
年烟台大海里独特的风景。

使用铁耙拉蛤，可谓事
半功倍。等到潮水悄然涨上
来，大家陆续上岸后，你看
吧，篮子、篓子、竹筐、编织袋、
搪瓷盆，几乎都是满满当当。

对从海水浴场绵延到
烟大海滩里的飞蛤厚得硌

脚，老辈人说从来没有过这
样的稀奇事。

7月到9月的飞蛤潮中，
市民赶的飞蛤自己吃、送亲
友，再剩下的拿到市场卖。
一时间，小市上的飞蛤摊摆
得一溜儿，一斤才卖五六分
钱。实在卖不了的，就扒出
肉来晒成肉干。

飞蛤味道鲜美，美中不
足的是肉中含沙。为去除沙
子，有人用海水缓，但缓不
干净。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摸
索试验，最终求到在海水里
放点啤酒，用这种方法来缓
细沙效果明显，此法至今仍
被广泛使用。

千年老井
矫守功

那那年年飞飞蛤蛤多多到到硌硌脚脚
孙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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